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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江陵县

第二次土壤普查验收书

江陵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从一九八。年十月开始，至一九八三牟

月结束．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培训骨干，试点、野外调查

室内化验和资料汇总阶段，按照“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稻

要求，完成了全县范围的普查任务。经过地区技术组检查认为：汩

县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县的土地资源；做到了成果资料齐全；嘧

汇总符合规程要求；土壤工作分类符合江陵县的实际情况：野外调

基本合格：图件精度合格：室内化验有机质基本合格，其余项目

格；成果资料已开始在生产和农业区划上应用，同意验收。

验收入：
’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地区农委主任

地区农委副主任、农业局局长

地区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

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局副局长

江畴县副县长

地区农业局粮食科科长、农艺师

陈双才

张琴声

张凤岐

徐欣

罗会林

肖 旭

邓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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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土壤普查技术组组长、农艺师

地区技术组成员、华农荆州分院讲师

地区技术组成员、荆州农校讲师

地区技术组成员、助理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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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振煌

黎敦厚

浦德轩

肖澄清

湖北省荆州地区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三年六月十三日一九／＼二年六月十二日



，
’

＼
；

“
～

》
憾

，，。
．．

一～
、

，

弋
广
·
一
，

厂＼‘一·／‘
：I

精
镩
簧

凶
L
种

璁
犁

凶

f＼De．．～／～
》

V
o／

歹
凶

／
砭

<．
凶

／,-。
毒

≥
簧

’飞
j

、
墨

．
。＼

霸

；
1一

．
，

!”
碟

。
歹

：
，

／八＼＼一．
1；：歹

∥
‘＼．＼＼⋯≥

，
．
．

‘＼．

．．>
竣

医
簧

凶

；
、

'主，．．．．；7。弋、．．．—，，．，^．．．—，．．．一，‘·。‘
、
，

～一．，

一l刊团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t

厂硷
。、-j

’厂—’>

Q。j

海
【出，>

江陵县地势地质图

I

弥ill}
●，

<。以Q4 7
(乏．一，≤舷

⋯一■■■

睡
／

●1

I河

Q3
兜航

Q4

■挤

O-●-

j二。、．

，j
L．

户‘

，

．1。

L‘～．7

吣、、．
·抄一 歹

厂·一，‘

＼．，扩一‘∥
产．·J

／‘U



前
．—l—1

日

根据国务院国发(1 9 7 9)1 1 1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

规程》要求，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我县土壤普查工作，由于领导重视、群众支持、

有关单位协作，从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一九八三年五月结束，历时两年零六个

月，完成了全县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是用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放大成1／5 0 0 0为工作底图，以生产大队为

详查单位，地块(片)，剖面点为内容依据，进行全县普查的。共挖土壤剖面1 8 4 5 8个，

平均7 9亩(上报面积)一个，挖辅助剖面4 2 4 5 8个，采集土样标本8 7 9 l 6个，共

取农化样1 6 8 8个，平均8 6 9亩一个，共取分类诊断样7 0錾，取速测样1 8 8 2 1个，

平均8 0亩一个．土壤化验工作由县化验室完成，土壤制图工作由县社制图组完成，资料整

理工作由县资料组整理汇总完成。

全县经过土壤普查，大队级编绘有1 t 5 0 0 0的土壤综合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及图件

说明，并有以地块片为单位的田问档案及调查材料。公村级编绘有1 t 1 0 0 0 0、县级

1-5 0 0 0 0的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酸碱度图，土壤养分图(包括有机质、全氮、

速效磷、速效钾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幽等及I玺I件说明书，并编写有土壤普查报告、面积量

算报告、专题调查报告以及土壤工作分类系统和全省统一规定的各种表格资料．并且进行

了土地评级，肥料区划，同时开展了成果应用。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县土地资源，进一步摸清了土壤形成条件及分布情况，

找到了影响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因素，总结了农民识土、用土、改土、培土的经验，培

调了一批应用土壤科学的技术队伍。这为搞好农业区划、科学种田，促进农业全面发展提供

了依据，创造了条件。

为了集中资料，便于进一步应用土壤普查成果，特编写成《江陵县土壤志》。全书共分

为八章，重点阐述了我县土壤形成条件与成土过程，±壤分类和分布规律，土壤各论，土壤

肥力状况，土地资源评价，低产土壤类型与改良，土壤改良利用分区说明以及土壤普查成果

应用的成效。并附土壤酱查工作总结。

鉴于土壤普查涉及面广、工作置大，资料颇多，内容繁泛，加之我们技术力量不足、

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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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县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承省、地区土壤酱查办

公室审定了文稿，在此一并致谢。

主绢 宋同远

审稿 郑泽厚
‘

抄写 万锁成

校对 王理松

刘世红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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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形成的条件与成土过程

江陵县位于东经111 054
7

11”一112。44
7

26∥，北纬29。54736∥w30。39744∥I地处长江中游、

鄂中，江汉平原西南缘。在行政区划上属刺州地区管辖。本县跨长江两岸、环绕沙市，北滨

长湖与刺门县接壤，南沿长江及虎渡河与松滋、公安、石酋县榴望，东临自露湖与潜江、监

利县连界，西依沮漳河与当阳、枝江县毗邻。

全县辖有2个镇、1 5个公社，七个省、地管冈营农场(所)，5 9个管理区，5 5 6

个大趴，3 7 9 8个生产队。有农业户139083户，农业人1=1744332人，农业劳动力2481 0 6

个。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地2．57亩，每个农业劳力平均负担耕地7．72亩，每平方公里

3 50．2人。

全县土地总面积为2475．95平方公里．县界周长4 5 8公里，南北斜长85．5公里，宽1 8

—5 7公里，境内除西北部为垄岗地形外，大多数是坦荡平原，海拔最高为103．29米，最低

为25．7米，发育的土壤有黄棕壤、潮土及水稻土。

第一节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本县土壤的发生与演膂，是在本县气候、母质、地形、植被，成土年令及人为活动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下，土壤内部各种物质风化、淋溶、移动，累积等成土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正囡为如此，必须首先对本县的土壤形成因素进行分析。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气候是影晌土壤形成过程的方向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主要制约着土壤有觇质的分

解与合成，矿物质的风化与淋淀，土壤水分各种形态的运动等等。

我县属北皿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共季，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无霜舰较

长，气候温和等特点。并处在湖北省东西气候过渡带(东经1 1 2。)、临近南北气候过渡

带(北纬3 1。)，西受鄂西谷地暖温度中心东伸脊的影响，东受南襄盆地南下冷空气干预，

形成了热量分布为西高东低，降水为南多北少，光脂为东南略高于西北部，以致春季冷暖交

替，阴湿多雨，早春气候回升缓慢，春寒退的较迟I夏季梅雨较多，间彳『短时酷热和伏早，

秋天时有秋旱或阴雨相问出现，有时秋寒来的较早，冬季雨雷较少，严寒期较短．常年多有

灾害性天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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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县气象资料记载(多年平均值)。

(一)气温；全县年平均气温16．4℃，月平均气温最高28．2"C，最低8．3℃。

(1)年较差(月平均气温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为24．913。日较差平均值(各月气温

日较差平均)为8．4℃。

(2)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8．2℃，极端最高气温39．2"C。

(3)最冷月元月，平均气温为3．8℃，极端最低气温一l 9℃。

(4)全县热量分配的夏季时段为5，6、7、8、9月份，月平均气温分别为20．8"C，25．4℃，

28·2℃，27·5"C，26．7℃，平均>2 5℃，其中6，7，8三个月的平均气温>2 7℃，可

见≥l 8℃的气温时段达五个月之久，占全年时节的41．6％，热量占全年总量的65．4％．

(5)热量分配的冬季时段为12月和翌年的元月与2月份，月平均气温分别为5．5℃，

3·3℃和5·2"C，均低于“≤8℃"标准I可见冬季时段有9 o余天，约占全年时节的四分

之一，热量占全年总量的7。12％。

(6)近似年均温的月份有4月和10月，月平均气温为15．6一17．0"C，除最冷时段外，

是年内较冷的时间。

(7)活动积温l≥5℃为5799℃，≥10℃为5200"C．

(8)无霜期：为2 4 6—2 6 2天。

无霜期从s月20目前后(即终霜期)为入春时迄，经过6月2 6日前后入夏、9月2 6

日左右入秋至l 1月下旬(初霜期)入冬时间为止，加上霜期时段，是我县划分四季的迄止

日期。历年夏冬长，春秋短。年内日照时数为l 8 2 7一l 9 8 7小时，太阳辐射总量为

1 0 4—1 1 0千卡／c m2，春秋季节、侯均温多在l 0℃一2 2℃之间，夏季大予2 2℃，

冬季小于1 0℃，土壤0—2 0厘米平均地温为18．2—17．9'C。

表1--1 灰潮±各月地沮值 单位℃

(荆州镶)

裂 l 2 3 ● 5 6 7 l 9 10 】】 12 年平均

I

0cm 4．4 6．7， II．5 J7．7 22．8 2墨．2：31．2 31．5 25．7 19．2 】2．1 6．1 】8．2

I i
5cm 5．I 6．8 1I．1 16．9 22．2 26．8 30．5 30．4 25．0 】9．0 12．5 7．0 】7．1

l
10cm 5．6 7．O ¨．j JE．7 21．8 28．5：0．J．J 30．4 25．2 19．3 J3．】．7．6 17．9

I I
30．0 25．3 19．6 】3．6 8．2 17．915cm 6。0 7．2 】工．J 16．5 2j．5

26·】11
29·7

I

20cm 6．3 7．2 】J．0 16．4 2J．2 25·8 29·4 29．8 25．4 19．9 j4．】i 808 J7．9

(二)降水l全县(1 9 4 9一l 9 7 2年平均)年降水量1147．9 m m。其中雨量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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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均，4—7月占全年一半以上，4—5月占全年四分之一以上。

(1)最多雨月为5．6、7，平均月降雨量159．5 m m，其中6月份达l 6 8 m rll。

(2)最少雨月为1 2月和元月，平均月降雨量30．6ram。

(3)≥6 0 mm的降水月份为8—1 0月、八个月的降水总和达982．7ram，占年降水

量的85．6％．

(4)≥1 0 0 mill的降水月份为4—8月，是本县湿润月的时段，这五个月的降水总

和达733．4ram，占年降水量63．8％。

(6)我县降水变率为l 9％(一般在16．9u21．8％之间)，是全省降水变率最大的地

区之一。个别年分降水多是个别年份降水少的2—3倍，荆州镇1 9 5 4年降水量1853．5 m m，

而1 9 6 6年只有6 4 1·8 mill，表现年际变化极不稳定。

表Ira2 江陵县历年气象资料的平均值

气象 月 分 配
年平均 年 代

要素 l 2 3 4 S 6 7 8 9 10 II 】2

j66·l!15。·8 129．8 78．2 84．3 56．8 30．3 1147．9 J949——J97：瓣,-3Ⅲ 47．2 86．8

记98●112盯5三415 6 20 ∞=
183．6 128．0 99．4 64．3 50．4 J270．9 J9S4一198：蒸发量』7，

l
(mm)，“ 52．z'76．7r

气温{考2 I I
(℃)l山。

5．2‘10．1 ．i ．8 27．5 26．7， J 7r．D j1．3 l 5·5 16．4 J9S3一J97：
I

以上说明我县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具有南北过渡型特点。在热量方面虽不及中亚热

带，降水分配时受季风性影响，但≥1 0℃的气温日数全年达2 3 6——2 4 1天，日降水

量5 0毫米以上的暴雨日数历来平均每年有三次之多，干燥度o．5—1．0，无霜期超过2 4 0

天，这种气候有利于植被生长和有机质及矿物质的转化，并直接影响到土体的干湿交替、物

资的淋溶淀积等作用。

在低丘黄棕壤地区，主要表现铁铝积聚，粘粒下移，PH值较低，气候的过渡性导致黄

棕壤的过渡性。

在平原潮土地区，由于季节性干湿交替，致使地下水位有季节性升降运动，故在成土过

程中受土壤水运动影响较大。如冲积潮土因年内雨量分配不均，地下水位有季节性升降交替

变化，使土壤剖面产生频繁的干湿交替和氧化还原过程，即潴育过程，影响土壤物质的溶解，

移动和淀积，表现在土体剖面中形成了具有锈班，锈纹或铁锰结核的潴育层(Bg)，这是

在气候影响下，地下水参与成土过程的结果。

二、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母质是形成土壤的物质基础，它直接影响土壤的机械，化学组成，从而影响土性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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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母质的成因类型和分布与母质来源、外力作用和地貌有关。本县的成土母质类型按地貌

单元分布如下。

表卜一3 不同地貌单元上各类母质发育的土壤所占比重

面 低丘垅岗地区 沿江平原地区 四湖低洼地区
类 别

积 第四纪 石英砂岩 红砂岩 玄武岩 河流冲积物 湖相沉积物粘土

耪 地 田 485032 741 jj66 1331219 10218#

棒 荒 地 ，， 15006 3532 2338 即2 823

，， 500038 4273 3499 702 1332042 1021S4
会 计

％ 25．73 D．2j 0．I矗 0．03 68．56 5．26

全县成土母质主要是新生代(Kz)第四纪(Q)沉积物。依据沉积类型分为第四纪牯土

沉积物，近代河流冲积物和湖积物，还有少量石英砂岩，红砂岩、玄武岩的残积坡积物。

l、第四纪粘土沉积物，分布在我县西北部的低丘垄岗、平畈地区，面积达333．36平方公

里，堆积厚度为1 4—2 2米，在北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发育成为地带性黄棕壤及其

相应的黄棕壤性水稻土。有部分石英砂岩、红砂岩和玄武岩等残、坡积物I在本县八岭山一

带出露面积为5．65平方公里，基岩厚度达一千多米，在这类岩石风化物上发育的土壤皆为黄

棕壤土类和相应的黄棕壤性水稻土。

上述网种母质，由于本县处予南北过渡地带，土壤在分布和发生学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南

北过渡性，它在粘化作用和弱脱硅富铝化作用下，铁锰移动显著，盐基不饱和，呈中性至偏

酸反戌；原生矿物变成次生(粘土)矿物的过程较快，母质中的长石较快高岭化，云母经脱

钾转变成蛭石，其次生矿物除含水云母、蛭石、高岭外，还含有少量蒙脱，粘粒含氧化硅

(SgiO2)41．51—45．14％、氧化铝(A1203)24．97—28．63％、氧化铁(Fe203)10．89—

11．c5％、硅铁铝率在2．o一2．2之间，土壤质地比较秸重，粘粒聚集量较多，有纳甚至形成

粘盘层。如第四纪粘土沉积母质的物理性粘粒含量多在6 0—8 o％以上，其上形成土壤袭

层质地多为中壤、重壤或粘土，PH值为5．5—6．5，土壤僵硬，耕性差，但随熟化程度的提

高有所改善。石英砂岩、红砂岩和玄武岩等残积一坡积物的颗粒较粗，质地比第四纪粘土沉积

物偏轻，其上形成土壤表层质地多为砂壤至中壤，PH值多为5．o一6．0，耕性较好，肥力

(除玄武岩发育的土壤较好外)前两种偏低。

2，近代河流冲积物，多分布在沿江两岸，伸延到低湿湖滨，面积达888．03平方公里，

经河流搬运而来。成土母质主要为硅铝质风化物，母质中的粗粒以石英为主，粘粒的硅铝率

一般为3．o或略高。粘土矿物组成以水云母为主，其次是蒙脱，也含有高岭，蛭石等．母质中

普遍含碳酸钙4—5％，土壤石灰反应强，大部分PH值为8．O左右，在这种冲积母质上发育



的±壤为潮土类型。这种土壤形成的特点，是受河流冲积物母质理化性质的影响，同时又受

地下水升降和热化过程的影响。例如靠近河床的沉积物质，颗粒较粗质地较轻，距河床愈

远，物质颗粒分布由粗变细，质地逐渐变重，形成向洼地微倾的缓斜平地，多为壤质士，少

数是粘土。在冲积母质上发育的潮土，大部分为轻壤至重壤，自然肥力较高，土层深厚，耕

牲良好。

8，湖相沉积物，分布在四湖地段水网湖区的低平洼地，为多次静水所沉积，成为湖积

物。面积共68．12平方公里，堆积厚度8—5米。湖积母质中以粘粒为主，一般没有石灰反

应，多为中性至微碱性。在这种静水沉积物上直接形成的土壤为潮土类及其相应的水稻土，

因其地势低洼，受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土壤处于潜育沼泽化或脱潜脱沼阶段，并富含有机

质，但速效养分低，质地粘重，耕性不良。

三，地形、地貌和水文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不同的地表形态是由不同的内外力、地质作用形成的，地形是土壤结构形成的基础，表现

为区域性物质和能量的再分配而影响成土过程。

本县在我国地貌第二级阶梯的东缘，属华中盆地江汉平原西部，地貌发育的地质基础有

两个构造带，即江汉平原沉降带和挽近期构造带，地层岩性主要为新生界第三系和第四系粘

土沉积岩，其中下第三系地层除在栽丰店以西有零星露头、以及八岭山一带有少量喜山期玄

武岩出露之外，上第三系地层几乎隐伏全县，第四系地层覆盖于上面。由于下第三系地层是

一个单斜构造，岩层倾角平缓，一般为5。左右，向盆地内部倾斜，盆地周缘(本县西北部

分)逐渐升起，盆地中部继续下沉，以致堆积物从西北向东南堆积的层次多、厚度大，其上

覆的第三系堆厚达7 9 0多米，第四系达百余米，自全新世(统)以来，盆地下降运动又趋

强烈、还在继续之中，奠定了全县的地貌格架基础。 (附图 1—2)

主要地貌及土类

全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平展，境内西北部垄岗起伏，东南部坦荡开阔，地貌

轮廓为西高南低东部洼，湖库塘堰棋布，河渠堤垸纵横，使全县大致构成“三陆两水五分

田，，。主要地貌由低丘冲岗平畈、沿江冲积平原、四湖低湿平地三大类型组成。

(1)、低丘冲岗平畈地貌。我县西北部的川店，马山、八岭，九店、纪南等公社的农

业地貌组合为冲岗平畈，海拔高程因在1 0 0米以内，属于低丘类型。其特点是。冲垄相

间、波状起伏，沟蚀切割、枝形分布，四散塘堰多，少数大冲蓄水库，梯田台地向平畈逐渐

过渡。海拔高度大部分在5 0米以上，最高是八岭山为103．29米，相对高程多为1 0—2 5

米。坡角在5一l 0度之间，群众习称“丘陵"，原属江汉古湖一部分，区域面积为637．8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5．7％，土壤类型主要为黄棕壤和黄棕壤性水稻士。近年水源条

件有所改善，主靠沮漳河流及漳河水库引灌。其小区地貌又分为如下两种·

低丘垄岗；分布在川店公社，红旗林场，太湖林场，八宝林场和茶场的全部范围及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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